
 

 

(四) 來自祖國的支持 

 解放以來，我國政府一直對香港採取“長期打算，充份利用”的政策，從實際

出發，尊重歷史，尊重現實，照顧有關方面的利益，從政治上穩定香港，在經濟

上支持香港。內地歷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，基本上都沒有波及到香港。中英關係

相對來說，一直也是比較友好的，這對於香港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至關

重要。30多年來，香港除了1967年的“反英抗暴”鬥爭有過短暫的波動外，香

港的政局基本上比較穩定。同時，由於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東方的崛起，

使得任何侵略者對於位於祖國南大門的這塊中國神聖領土香港，不敢輕易冒犯，

這是香港作為自由港地位的一種強有力的保障，也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具有決定性

的前提條件之一。 

 在經濟上，祖國一直以優惠的價格向香港提供大量的主食、副食、日用品、工

業原料、燃料以至食水等，即使在祖國內地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間

也如此，使香港能夠長期保持穩定，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投資環境。香港的淡水

很大部份靠內地供應自不待言，在全世界發生能源危機而中國又很需要石油的情

況下，1974年，內地以優惠的價格供應香港各類石油達3萬噸。自從中共十一屆

三中全會以後，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，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，

港貨輸入中國內地大幅度增加，1983年達到62.23億元，比1981年增加了1.13

倍，同期的國貨經港轉口貨值也增加了51%。該年度香港的出口貿易在世界經濟

衰退期間仍增長30%。這些年來，世界各地來華游客日益增多，很多人入出境都

在香港停留，這又使得香港的旅游業倍加興旺，獲益匪淺。作為進出中國最方便

的傳統門戶，香港一直是外資向中國內地投資的跳板，不少外資是基於向內地投

資的考慮才在香港投資的(對南海油田的開發便是一例)，此即是所謂的“醉翁之

意不在港”。香港正是利用這些有利條件而吸收了大量外資。 

 


